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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这鲜花盛开的五月，我们迎来了同济大学建校95周年的大喜日子。

经过 9 5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同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规模空前、特色鲜明、 

学科比较齐全，综合实力处于国内前列的高水平大学。

世纪之交同济大学顺应形势，积极参与了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布局调 

整，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校成功地进入了“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 

支持建设” 的高水平大学行列，被列为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同建设的又一所重点 

大学。我校的办学资源得到优化，发展空间得到拓展，综合实力得到加强。

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热爱同济，关心同济，为把同济大学建成一所文 

理交融、医工结合、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 

一流现代大学而矢志不移，奋斗不止。

《同济大学9 5周年校庆征文选》，全面地展示了同济人在把我校办成“综合 

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多功能现代大学” 过程中所进行的思考、实践和创新，反映 

了广大师生员工面向新世纪、建设新同济的迫切愿望和强大实力。征文选收集 

的文章内容广泛，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改革与多种形式办学、科研 

工作、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园与校办产业、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管理改革与制 

度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和出版工作等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其中不乏具有真知 

灼见的、高质量的论文。值得一读。

值《同济大学 9 5周年校庆征文选》出版之际，谨表示我衷心的祝贺。同时， 

我要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了一  交流思想、展示成果的园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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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再创辉煌

“九五”期间同济大学“2 1 1 工程”建设巡礼

石 来 德 方 耀 楣 张 波

(同济大学“211工程＂办公室）

一、建设概况

1995年 11月，同济大学顺利通过了原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组织的“211工程＂部 

门预审。成为首批由国家立项进行“211工程＂建设的高校。1998年 5 月，国家发展计划委 

员会关于同济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正式颁发。从迎接并通过部 

门预审到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及立项审核正式通过，从“九五＂规划重点学科项目实质性启 

动到全面总结和验收“211工程＂一期建设经验和成果，我校的“211工程＂建设走过了 5 年多 

的历程。

同济大学确立的“211工程＂总体建设目标是:力争到20世纪末，使同济大学在教育质 

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得到明显提高，总体办学水平居于国内 

重点高校前列，部分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国家高等教育领域培养高层次、高 

素质专门人才，促进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基地之一，为到21世纪初叶把 

同济大学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211工程＂建设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重点建设人居环境规划与设计，结构与岩土工 

程，桥梁道路与交通工程，建筑材料研制与应用，自动化建筑机械与现代施工技术，海洋地 

质，环境污染控制和资源化,建设经济、法规与项目管理等8 个学科建设项目。“九五＂期间， 

我校“211工程＂建设总投资为2亿元，其中用于重点学科建设及装备8000万元，用于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5000万元，用于相配套的必要基础设施建设7000万元。其中，中央专项资 

金(包括计委和财政部）3000万元，教育部3280万元，其余为地方配套和学校自筹。

五年后，同济大学的“211工程＂建设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建设经验和成果，圆满实现了 

“211工程＂整体建设规划中制定的“九五＂整体目标，各“九五＂分项规划也都已经达到，有的 

还提前达到，并且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211工程＂的实施，在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中体现出明显的效益，大大提升了整体办学水平和综合办学实力，为学校在新世纪的进一 

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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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成效

“211工程＂建设期间，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铁道大学和原同济大学  

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促进了学校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这个变化  

以通过表1 来显示。表中列出1996年和2000年的变化数据。

表 1 同济大学“2 1 1工程＂建设成效对照表

本科生

1996年度 11420

2000年度 21151

硕士生

1996年度 1601

在校生人数

2000年度 3175

博士生

1996年度 539

2000年度 1182

来华留学生

1996年度 196

2000年度 272

学生与教师比

1996年度 9 ： 1

2000年度 12 ： 1

留学回国人员

“八五”期间 264

“九五”期间 438

有博士学位人员比（％)

1996年度 8. 1

2000年度 17. 15

科研经费（万元）

1996年度 12576.15

2000年度 28428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1996年度 12585

2000年度 3147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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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图书总藏量（万册）

1996年度 158

2000年度 359

SCI、EI、ISTP 合计(篇）

1996年度 80

2000年度 387

获国家级奖（项）

“八五”期间 11

“九五”期间 14

获省部级奖（项）

“八五”期间 163

“九五”期间 180

我们可以将建设成就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1. 学科建设取得明显的成绩

学科建设是“211工程＂建设的重点，我校在立项时，将国拨经费主要用于学科建设，其 

他的建设项目，主要依靠学校自筹，并围绕学科建设展开。每一个学科建设项目并不是以其 

二级学科为依据，而是将相关学科组织在一起形成学科群,有利于交叉、合作和资源共享，因 

此，不但使其中的主体学科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也带动了一批学科上了水平。表 2 给出了 

“211工程＂建设期间学科建设在不同层次上的变化。

表 2 1996年 与 2000年学科建设情况比较对照表

年份 博士点 硕士点 专业学位
博士后流 

动站

特聘教授

岗位

重点学科

国家 省部级

1996 20 66 2 5 0 4 6

2000 39 101 . 17 10 16 10**

倍数 X. 95 1. 53 8.5 2 2.5 2. 33

* 注：此表中的国家重点学科是2 0 0 2年的评选结果 . 从 2 0 0 0年开始，上海市又进行新一轮重点学科的评审和建设，我校共有 9 个 

学科被列人了重点建设。除海洋地质和桥梁工程被确定为上海市的重中之重，投资力度各为2 0 0 0万元，另外 7 个学科也分别获得了  700 

万元至 1000万元的支持 . 此表中的数据包含原同济大学1 " 6 年获批准的6 个重点学科、1 9 9 8年获批准的 1 个重点学科、原铁道大学 5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和此次获批准的2 个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

说明：2 0 0 0年与 19时年对照，学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布局上有了改善，初步建成了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理工经管文法协调发展 

的综合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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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队伍的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学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始终是“211工程＂建设最关注的热点， 

经过数年的努力，克服并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注重培养和提高，变困难为动力，师资的整体 

素质发生了迅速变化，特别是培养一批大师级人物，在这期间除了引进三位院士外我校还有 

四人被评上院士，其他变化的情况列于表3。

表 3 19 96年与 2000年师资队伍情况比较对照表  单位：人

年份
院士

博导 硕导
专任教师

中科院 工程院 总数 教授 副教授 有博士学位 有硕士学位

1996 4 2 105 556 1834 293 550 148 555

2000 5 5 254 858 2566 434 802 440 901

(1) 院士增加了 1 / 3 以上，在 2001年新一轮院士评审中我校又有两位教授分别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教授比例由1996年的15.9 % 增加到16.9% ，有博士学位的 

教师比例由1996年的8 % 增加到17. 15% 。

(2)专任教师所占比例1996年 5 0岁以下的为1252 / 1834 =  68%, 4 5岁以下的为 

1091/1834 =  59%, 2000年 5 0 岁以下的所占比例为1312/1771 =  7 4 % ，4 5 岁以下的为 

1152/1771 =  65% 。

3 .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研究基地的建设始终是“211工程＂建设的基础，它能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条件，提高教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211工程＂国拨经费基本上是用来采购研究装备和改善实验室条件，并 

要求和鼓励各学科自筹资金进行建设,学校亦可腾出部分教学经费来改善图书馆等公共设 

施建设。经过数年努力，我校研究条件大为改观,并形成了有一定规模和较高水平的研究基 

地。研究条件的改善可由表4 来描述。

表 4 1996年至 2000年校资产情况比较表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教学仪器及设备 

(万元）
12585 16293 18257 20619 31471

图书馆（万册） 1580590 1597286 16952967 2214482 3590000

基建投资（万元） 2020 6970 9512 8742.38

校舍（m 2) 449556 458110 819799 838052 1514739

注：2 0 0 0年因与铁道大学合并，统计数字无可比性，故未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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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有了长足进展

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建设的根本归宿，“211工程＂建设目标中首先明确的就是要使一 

批院校成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从培养学生的角度而言，通过建设，研究生培养能力应 

该得到加强，为世界各地培养学生的能力应该得到加强，这体现学校培养人才层次和国际化 

的重要指标，表 5 给出了 1996～2000年同济大学人才培养情况比较对照。 、

表 s 1996～2000年同济大学人才培养情况比较对厢表  单位：人

学生类型 博士生 硕士生 本科生 大专生 成教生 留学生

1996 年 539 1601 11420 1940 5585 196

1997 年 622 1814 11776 1379 6075 189

1998 年 761 2072 12255 1086 6672 194

1999 年 943 2338 12262 1181 6971 235

2000 年 1182 3175 21151 3057 9877 272

从 1999年的数据可见研究生的在校人数有了大幅度提高，本科生的在校人数维持在相 

同的水平上，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大专生逐步减少，学校朝着研究生教 

育和本科教育并重的态势前进了一大步。2000年本科生和大专生的增加是因为铁道大学 

和同济合并所致，今后岁月中，仍将维持现有本科生的规模，减少大专生的招生,腾出师资力 

量，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5. 科学研究的水平有了提高

“211工程＂建设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提高科研水平。科研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一个民 

族的灵魂。科研水平是一流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世界上一流大学，既培养一流的创新 

人才，也出一流的创新成果，邓小平也曾指出过，我国的童点大学应该办成是教学的中心，也 

是科研的中心。“211工程＂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给争取科研课题，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创造了有利条件。表 6 给出了 1996～2000年科研经费的增长情况，表 7 给出了 1996～ 

2000年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发表的论文数和国际三大检索系统的检索情况以及出版的著 

作数。它充分反映了我校“211工程＂建设期间所取得的成效。获奖大部分集中在所建设学 

科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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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96～2000年科研总经费情况比较对照表  单位：万元

经费分类 1996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自然科学研究经费 12543.4 15720.2 17171.5 19954.66 27790. 04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 

费
32. 75 18.9 71.27 130.14 637.96

总数 12576.15 15739.1 17242.77 20084.8 28428

19 96年与 2000年科研经费、获奖成果、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专利、鉴定成果比较对照表

年份

科研

经费

(万元）

获奖成果（项） 发表论文(篇）
出版专著 

(篇）

专

利

鉴定成果

(项）

SCI

EI

ISTP

收录数

(篇）

国家奖
省
部
奖

国外

期刊

全国

刊物

地方

刊物

文科

学报

自然

科学

社会

科学

国际

水平

国内

领先

1996

年
12576

1

(二等）

3

(三等）

25

214 1217 245 98 63 10

11

24 23

80合计 12576 4 1774 73 47

2000

年
28428

1

(―等）

2

〈二等）

37

317 2365 241 118 92 42

37

39 60

387合计 28428 3 3041 134 99

注：（1 ) 科研经费有了大搞度的增长，比例为 28428/12576-2 . 2 6 0 5倍，超过預定计划 ] 5 0 0 0 万元 .

( 2 ) 发表的论文数有较大增加，比例为 1 . 7 1 ,在其他国外刊物上刊登增加了〗. 4 8 倍 .

( 3 ) 出版的专著教材增加比例为1 .8 4 .

( 4 ) 鉴定成果增加比例为1 .9 2 .

( 5 ) 获奖成果总项目增加比例为1 , 4 8 . 国家奖有所降低，但是等级上升了 .

三、几点思考

1. “211工程＂建设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很有成效

“211工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战略工程，“211工程＂也是一项重在建设的工 

程。通过扎扎实实的学科建设、教学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这些学校和学 

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211工程＂得到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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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其意义已充分体现，深人人心。通过“211工程＂建 

设，为把同济大学建成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211工程＂充分调动了各重点建设学科的积极性

我校的“211工程＂建设重点在各学科建设，但经费的主要缺口也恰恰在各学科建设。 

为了把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搞好，在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的根本和基础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学校特别注意充分调动各重点建设学科的建设热情，及时论证并下拨“211工程＂经费。在 

建设过程中，由于计划与执行有一段不小的间隔时间，有的项目提出对某些订购的仪器设备 

进行修改，直至要对某些建设内容进行充实和调整。学校在要求各项目严格执行“211工 

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相关文件的同时,充分听取各重点建设学科的意见，认真解决好仪 

器设备购置中出现的问题。由于制定了分期、分批，有层次、有重点进行学科建设的策略，大 

大调动了各重点建设学科的积极性，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自筹经费,促进了我校的学科建设。

3 .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不懈地向管理要效益，学校在新世纪一定能有大发展

围绕“211工程＂建设目标，学校实施了教学、科研管理体制，人事制度，院系管理体制和 

机关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强对各个建设项目的管理，确保了“211工程＂建设的顺利实 

施。二期建设马上就要开始，我校又是中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一， 

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不懈地向管理要效益，同济大学这所 

有 95年光荣历史的著名学府，一定能建成一所文理渗透、医工结合,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 

调发展的一流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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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流现代大学

周 奇 才 程 德 理
(同济大学人事处）

新世纪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在 

教兴国战略布局中，高等教育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 

取决于高校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癌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不同时代对“人才＂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躲来说，经 

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人才在社会前进中起到的作用越大。21世纪将是全球政治、经 

、文化、军事激烈竞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全球将进人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 

。科技、经济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竞争将会是21世纪最显著的特 

。竞争的焦点是人才竞争，而高等学校不仅是各类高层次人才聚集的地方，而且也是培养 

才的摇篮，所以高等学校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下面就同济大学的人才 

伍建设工作进行回顾总结。

一、同济大学人才队伍现状

同济大学是一所具有近百年历史、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近年来在国家和上海市的大 

支持下，学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在 1996年和 2000 

两次并校、学科及专业建设有较大变化的前提下，做到了全校专任教师总量稳中有升。经 

几年来的不懈努力，通过精心选拔、积极培养、加强引进、广泛交流、优化结构，已初步形成 

支以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和博士生导师为核心，教授、副教授为骨干，高学位青年教师为后 

力量，结构渐趋合理的师资队伍。从人员结构上看：同济大学现有教职工8085人，具有 

、中、高各级职务的人员共有6215人，其中科研工程技术人员419 0人，卫生技术人员 

028人，专任教师2474人 ;从职称结构上看：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 12人，博士生导师250 

，正高级职称606人 ,具有副高职称者1049人;从学位上看，全校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54人，博士后出站人员82人，具有硕士学位及研究生班毕业人数为1 725人。专任教师中 

士学位人员占18. 1 % ,青年教师中有硕士以上学历者占62. 6% , 学校还聘请了 400多名 

内外著名学者兼任博士生导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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